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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性別統計分析 

一、 前言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重男輕女之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然我國自民國

57 年起實施 9 年國民教育後，使得教育普及化，女性藉由教育吸收知

識，逐步擺脫傳統框架，女權意識抬頭，現今女性不論在教育程度或

職場表現上均不亞於男性。以下，本局將就臺南市之學生性別、教師

性別及校長性別比加以分析探討。 

二、 學生、教師及校長之統計情形 

學生人數性別統計 

(一)   本市 105 年人口之男女性別比分別為 5~9 歲之 108.75、10~14

歲之 109.40 及 15~19 歲之 109.45，顯見 5~19 歲之人口中男女性別

比均大於 100，亦即 5~19 歲男性人口數比女性人口數多。 

受性別比影響，本市各學制女性學生所占比重均少於 50%，

如表 1 所示，本市 105 學年度女性學生所占比重分別為國小 47.93%、

國中 47.93%、高級中等學校 45.54%；又 97~105 學年度之國中、小

女性學生比重平均維持在 47%~48%，而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學生比

重平均則維持在 45%~46%左右。(見圖 1) 

 

 
 

單位：人、%

女性學

生比率
學生數 男 女

女性學

生比率
學生數 男 女

女性學

生比率
學生數 男 女

97 47.69 128,651  67,291    61,360    48.03      76,792    39,907    36,885    46.24      73,281    39,395    33,886    

98 47.74 121,200  63,338    57,862    48.04      76,455    39,726    36,729    46.32      73,330    39,360    33,970    

99 47.91 115,066  59,940    55,126    47.60      73,694    38,617    35,077    46.67      73,778    39,349    34,429    

100 47.90 109,942  57,278    52,664    47.61      69,941    36,643    33,298    46.45      73,319    39,265    34,054    

101 47.82 103,436  53,970    49,466    47.65      67,294    35,227    32,067    46.26      72,618    39,025    33,593    

102 47.88 97,519    50,831    46,688    47.84      66,134    34,495    31,639    45.85      69,684    37,734    31,950    

103 47.81 94,520    49,331    45,189    47.82      63,133    32,941    30,192    45.58      65,963    35,899    30,064    

104 47.97 92,569    48,161    44,408    47.80      58,160    30,362    27,798    45.47      63,333    34,536    28,797    

105 47.93 89,475    46,591    42,884    47.93      53,089    27,645    25,444    45.54      61,815    33,662    28,153    

表1：國中小及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學生比率

國小 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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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圖 2 所示，105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各學制女性學生比率以

綜合高中之 54.47%最高，實用技能學程 34.46%最低。 

 

 

其中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學程及進修部中各群

科之女性學生比率均以家政群科最高，而實用技能學程中各群科

之女性學生比率則以美容造型群科最高。(圖 3~圖 6) 

 

47.93

47.93

45.54

44.00

44.50

45.00

45.50

46.00

46.50

47.00

47.50

48.00

48.50

97 99 101 103 105

女

性

學

生

比

率(

%)

學年度

圖1：女性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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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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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5學年度專業群科女性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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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人數性別統計 

 本市國小及國中女教師比率均占 70%以上，如圖 7 所示，除 99 學

年度國小女性教師比率略減外，97~102 學年度國小女性教師比率緩步

遞增，自 103 學年度起女性教師比率開始呈現微幅下降。國中部分女

性教師比率則只有 103 學年度些微降低，其餘學年度呈均每年增加趨

勢。高級中等學校女教師比率約占 54%左右。 

 另由圖 8 及圖 9 可得知各科目女性教師所占比率大多皆佔 50%以

上，國小以任教健康與體育女性教師比率最低、自然與生活科技次之。

國中則以任教電腦科目女性教師比率最低，其次為生活科技、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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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05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女性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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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女性教

師比率
教師數 男教師數 女教師數

女性教

師比率
教師數 男教師數 女教師數

女性教

師比率
教師數 男教師數 女教師數

97 67.79 7,098      2,286      4,812      68.09      3,767      1,202      2,565      52.35      4,575      2,180      2,395      

98 68.20 6,982      2,220      4,762      68.75      3,754      1,173      2,581      53.02      4,613      2,167      2,446      

99 67.88 6,815      2,189      4,626      69.38      3,772      1,155      2,617      53.28      4,660      2,177      2,483      

100 68.44 6,717      2,120      4,597      69.57      3,671      1,117      2,554      54.14      4,675      2,144      2,531      

101 69.04 6,660      2,062      4,598      69.79      3,773      1,140      2,633      53.82      4,740      2,189      2,551      

102 70.24 6,563      1,953      4,610      70.58      3,820      1,124      2,696      54.34      4,711      2,151      2,560      

103 71.64 7,081      2,008      5,073      70.15      3,813      1,138      2,675      54.54      4,619      2,100      2,519      

104 71.52 7,025      2,001      5,024      70.59      3,682      1,083      2,599      54.55      4,491      2,041      2,450      

105 71.33 6,898      1,978      4,920      71.17      3,451      995         2,456      54.94      4,403      1,984      2,419      

學年

表2：國中小及高級中等學校女性教師比率

國小 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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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人數性別統計 

 本市國小女性校長比率約佔 22%，與 104 學年度相較略微減少，如

圖 10所示，97~105學年度國小女性校長比率均在 20%~23%內微幅波動， 

國中女性校長比率則比國小略少，自 103 學年度起國中女性校長比率

開始呈現遞降趨勢。高級中等學校女性校長比率則再比國中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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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女性教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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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差異分析與探討 

本市國小及國中女性學生比率與其他直轄市相比差距不大(均落於

47%~48%之間)，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學生比率 45.54%則僅略勝高雄

市之 45.52%。(圖 11) 
 

 
 

單位：人、%

女性校

長比率
校長數 男校長數 女校長數

女性校

長比率
校長數 男校長數 女校長數

女性校

長比率
校長數 男校長數 女校長數

97 20.75 212         168         44           20.00      60           48           12           10.20      49           44           5             

98 22.17 212         165         47           23.33      60           46           14           10.20      49           44           5             

99 21.70 212         166         46           23.33      60           46           14           10.20      49           44           5             

100 23.70 211         161         50           23.33      60           46           14           8.16        49           45           4             

101 23.22 211         162         49           23.33      60           46           14           14.29      49           42           7             

102 23.22 211         162         49           16.67      60           50           10           12.50      48           42           6             

103 21.80 211         165         46           20.00      60           48           12           16.67      48           40           8             

104 22.75 211         163         48           18.33      60           49           11           14.89      47           40           7             

105 22.27 211         164         47           16.67      60           50           10           14.89      47           40           7             

表3：國中小及高級中等學校女性校長比率

國小 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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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女性校長比率

國小 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

單位：人、%

女性學

生比率
學生數 男 女

女性學

生比率
學生數 男 女

女性學

生比率
學生數 男 女

臺南市 47.93 89,475 46,591 42,884 47.93 53,089 27,645 25,444 45.54 61,815 33,662 28,153

新北市 47.79 195,706 102,175 93,531 47.57 106,199 55,676 50,523 47.38 94,332 49,636 44,696

臺北市 47.60 116,496 61,049 55,447 47.69 69,178 36,185 32,993 47.99 108,182 56,264 51,918

桃園市 47.59 124,604 65,303 59,301 47.59 70,463 36,933 33,530 45.66 81,645 44,365 37,280

臺中市 47.91 153,062 79,725 73,337 48.03 89,408 46,465 42,943 46.69 105,226 56,091 49,135

高雄市 48.02 129,926 67,531 62,395 47.82 76,167 39,741 36,426 45.52 89,805 48,923 40,882

國小 國中 高級中等學校

直轄市

表4：直轄市國中小及高級中等學校女性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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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2 所示，本市國小女性教師比率 71.33%均較其他直轄市低，

本市國中女性教師比率 71.17%則較新北市及臺北市低。 
 

 
 
 

 
 
 

44.00

44.50

45.00

45.50

46.00

46.50

47.00

47.50

48.00

48.50

臺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高雄市

女

性

學

生

比

率(

%)

圖11：直轄市女性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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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女性教

師比率
教師數 男教師數 女教師數

女性教

師比率
教師數 男教師數 女教師數

臺南市 71.33        6,898        1,978        4,920        71.17        3,451        995           2,456        

新北市 73.57        13,996      3,699        10,297      72.25        6,147        1,706        4,441        

臺北市 75.94        9,521        2,291        7,230        72.88        5,118        1,388        3,730        

桃園市 74.38        8,754        2,243        6,511        71.02        5,348        1,550        3,798        

臺中市 74.05        11,385      2,954        8,431        69.81        5,704        1,722        3,982        

高雄市 71.94        9,372        2,630        6,742        70.19        5,478        1,633        3,845        

表5：直轄市國中小女性教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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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小及國中女性校長比率大幅落後於其他直轄市，與全國其他

縣市相比，國小女性校長比率 16.67%居全國之末，國中女性校長比率

22.27%則僅略高於屏東縣的 20.24%、澎湖縣的 18.92%及宜蘭縣的

17.11%。(圖 13) 
 

 
 

 

 

四、 結論(含政策建議) 

    本市教師之性別比率女性略大於男性，但在校長此一職位，卻是男性

遠高於女性，另在任教類科方面，資訊、體育、自然科學等類科亦是男性

高於女性。顯見本市所屬學校在領導職務上仍有性別不均的情形，而在類

科上，因受傳統觀念影響，理工、體育類仍以男性教師為主。本局建議大

至如下： 

單位：人、%

女性校

長比率
校長數 男校長數 女校長數

女性校

長比率
校長數 男校長數 女校長數

臺南市 22.27        211           164           47             16.67        60             50             10             

新北市 29.91        214           150           64             41.94        62             36             26             

臺北市 46.67        150           80             70             45.90        61             33             28             

桃園市 39.47        190           115           75             34.48        58             38             20             

臺中市 30.21        235           164           71             38.89        72             44             28             

高雄市 34.30        242           159           83             30.38        79             55             24             

直轄市

國小 國中

表6：直轄市國中小女性校長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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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營造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不分性別給予應得之支援與訓練，提

升女性參與領導階層之意願與機會，而在用人唯才之外，亦應考

量性別比例，晉用優秀女性擔任校長。同時，透過分析數據進行

滾動式檢討，逐步改善領導階層比例失衡問題。 

(二) 藉由政令宣導、教育訓練，培養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人員性別意

識，實踐真正性別平等。 

(三) 經由文宣發放、影片賞析、課堂教育及親師溝通等機會，培育家

長及學生之性別意識培力，從根做起，提升家庭性別平等意識改

變傳統觀念，扭轉男女有別、各有所屬之刻板印象。 


